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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培养与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语文学科教学时主要组成部分就

是写作，也是考察学生综合能力的主要指标。但实际中部分学生

缺少正确的学习方法，尤其是语文作文学习时阅读量不足、知识

面较窄，经常出现写作时无话可说的情况。他们写作时生搬硬套，

往往发现距离写作字数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内容干涩无趣，无

法引起人的阅读欲望。因此，语文教师需要强化学生阅读训练，

引导他们主动进行课内外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拓宽

眼界、积累写作素材，最终提高写作质量的目的。

1  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衔接主要问题分析

小学语文课内外阅读开展时，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使得

课内外阅读实施效果不理想，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方案，

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就当前情况来说，语文课内外阅读的问题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语文课内外阅读学习兴趣欠缺

小学生没有意识到语文课内外阅读的价值，小学生语文课内

外阅读基础较为薄弱，加上语文课内外阅读学习缺少极强的连贯

性，一旦一些知识点跟不上、听不懂，逐渐丧失掉语文课内外阅

读学习兴趣。

还有部分学生已经放弃语文学科，避之不及，也就谈不上学

习语文课内外阅读的兴趣。学生与教师只关注语文成绩，而成绩

则会影响到学生上课情绪。觉得成绩好，一切就好，语文课内外

阅读学习过程中一知半解与直接不会得分差距不大，造成学生缺

少语文课内外阅读学习兴趣，缺少学习语文课内外阅读的积极性，

直接影响语文课内外阅读学习质量。

1.2学生缺少写作的积极性

小学生普遍缺少写作技巧与写作素材，写作课堂上经常出现

兴趣缺缺的情况。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写作就是为了应付老师

检查与考试，并没有接受与喜欢上写作。还有部分学生觉得写作

课堂教师讲解无趣，或是教师教学方法不合适，无法激发学生写

作兴趣，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提升。

同时，小学生年龄较小，缺少足够的生活经验与阅历，使得

他们写作时出现无话可说的情况，或者出现流水账情况，根本原

因就是学生写作素材积累不足造成内容空洞。在这种情况下即便

教师布置再多的写作练习，也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鉴于此，教师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增加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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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素材积累量，夯实写作质量提升的基础。

1.3学习缺少写作自觉性

部分小学生觉得语文课内外阅读学习没有用，日常生活中用

不上。存在教师不逼不学、作业不追不做的情况，缺少系统锻炼

语文课内外阅读思想、语文课内外阅读方法的实践，不能体会到

语文学科的重要性。一些学生觉得语文学习直接掌握知识点就行。

实际中语文课内外阅读学习过程中存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情况，很多学生将这些作为逃避语文课内外阅读学习的借口。同

时，部分语文教师自身不重视写作及课内外阅读，觉得小学生掌

握教材内容就可以了，忽视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影响学生写作

能力提升。加上少数教师自身专业能力不过关，影响到教学效率

提升，影响到写作教学质量提升，不利于教学质量提升，直接限

制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

2  小学语文教学中课内外阅读的实施策略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实施课内外阅读，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

因素，制定合适的课内外阅读方案，语文教师依据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切实激发学生课内外阅读的兴趣，具

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2.1结合语文教材内容，有效开展课内外阅读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时要想发挥课内外阅读的作用，以提高小

学生写作能力。就需要语文教师与教材内容结合起来，开展有目

的的课内外阅读，提高课内外阅读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语文教师

要认识到课内外阅读的重要性，在学生深入了解教材文章内容后，

以此为基础推荐学生进行阅读，增加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宽视野，

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

如，语文教材上有《猴王出世》这篇文章，通过组织学生学

习这篇文章后，有目的的开展课内外阅读。教学时教师可以播放

关于“猴王出世”的视频，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随后带领学生

深度学习文本，教师可以适当讲解一些西游记中的趣味片断，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避免学生片面理解影响到对文章的理解。随后

教师布置一些课内外阅读任务，让学生阅读西游记的其他片段，

充分激发起阅读兴趣，增加知识积累数量，促进写作水平的提升；

再如，学习完《北京的春节》后，教师可以讲授一些其他的风俗

文化，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内容，拓宽学生的眼界，实现课内外

阅读的整合，接着要求学生围绕这个主题开始写作，全面提升学

生的写作与阅读水平。此外，语文教师利用丰富教学资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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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阅读教学中教师结合学生特点，语文教师一定要抓住时机，

为学生创设与教材相应的教学，最大程度调度学生学习积极性，

培养学生语文阅读兴趣。通过教学情境构建，以身临其境之

感，从情感上使学生与作者产生共鸣，加深对文章内容的感

悟。教师在实际教授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一些生动、诙谐的

话语，渲染课堂，在亦步亦趋的引导中提升学生阅读乐趣，提

高语文阅读教学质量。

2.2 根据课内外阅读需求，提供充足阅读时间

课内外阅读建立在充足的阅读时间上，还需要优秀的阅读资

源与素材，而这些都和语文教师的教学理念存在关联。因此，

作文课堂上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充足的阅读资源，还需要给予充分

的阅读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课内外阅读过程中让学生全

身心的投入，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提高其写作能力。这就需

要语文教师及时调整教学观念与方法，切实发挥课内外阅读的作

用，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如，学习《小英雄雨来》这篇文章时，教师带领学生深

入理解文本后，就可以让学生对整本书进行阅读。同时，要考

虑学生的阅读需求，小学生喜欢阅读不同文本的现实问题。

《小英雄雨来》这本书属于爱国教育类文章，教师可以提供相

关的文本，组织学生阅读与分析。但无论学生喜欢阅读哪一种

文本，都需要有充足的阅读时间进行保障，这样才能提高学生

写作能力。针对此，语文教师可以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安排阅读

日，可以鼓励学生将家中的书带来与同学分享，阅读结束后布

置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写读书笔记或阅后感。通过这种方式给

学生留出充足的时间，促进学生思维发展，拓宽其视野，继而

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再如，要想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需要

增加阅读量，教师可以布置相应的阅读任务，引导学生进行名

著阅读，搜集其中相关的生活素材，加深学生的生活感悟，落

实生活化写作方法。针对此，学生阅读《童年》后，要求学

生回忆自己的童年并写一下童年趣事。或者要求学生在阅读

《昆虫记》后，尝试写自己看到的自然现象，让学生学会观察

生活与认知，加强生活感悟。

2.3 选择课内外阅读篇目，激发和提升阅读兴趣

在文学欣赏的课程教学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教师通过理论知

识的讲解，来提升学生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相应篇

目的欣赏，来增强学生的欣赏能力。而对于篇目的欣赏是课程

教学的主要内容，因此，欣赏篇目的选择对于学生阅读兴趣的

激发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很多教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忽略了

学生的感受，完全结合自身的认知来决定了阅读篇目的内容。

还有很多的教师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文章篇目的选择

过程中都是一些偏经典的文学作品，而对于较为流行的文学作品

很少接触，这就导致了所选择的阅读篇目与当代大学生的需求相

差甚远，学生对篇目内容无法提起兴趣，更加不愿意了解和阅

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并不高，没有真正

的参与到活动教学当中，只是机械化的听教师讲课，没有做到

真正的吸收和了解，从而也影响了课程教学的效果，更加无法

实现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目的。

所以，小学教师在进行课内外阅读教学当中，要注重对于

欣赏篇目的选择。首先，学生较为喜欢的是流行篇目，教师要

在教学的当中结合学生的喜好，选择当下流行的文学内容，选

择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受学生欢迎的流行作品，纳入到欣赏

目录当中，以此来激发学生对于文学欣赏的兴趣。同时教师也

可以在欣赏目录的挑选过程当中，让学生参与其中，让学生可

以结合自己的喜好，来选定相应的欣赏篇目，再通过老师进行

筛选，决定最终的欣赏篇目。这样一来，所选择的篇目就能够

符合当代学生对于阅读的需求。但是，由于学生的阅读水平和

视野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当下流行的作品当中也是参差不齐

的，这就必须要纳入一定的经典文学作品，来实现学生视野的

开阔。逐渐培养学生对于阅读的兴趣，以免因为篇目过难学生

无法理解，而使学生失去了积极性，要先通过较为简单的篇目

内容让学生能够简单的掌握和了解，通过讲解让学生感受其中的

文化魅力。

3  结语

总之，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发挥课内外阅读的作用，有助

于丰富写作素材，学习与掌握各类写作技巧与方法，提高学生

作文写作能力。同时，写作能力提升本身是一个长期过程，需

要学生具有扎实的文化底蕴，通过课内外阅读可以实现这一目

标。科学合理的课内外阅读可以提高写作教学的实效性，可以

转变传统写作教学的不足。因此，需要对课外教学进行优化，

写作教学中最大程度体现出课内外阅读的价值，深化写作教学并

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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